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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自2002年第1版问世以来，得到了广大同行和读者的欢迎与厚爱，出版以后供不应求，虽曾第2次
印刷，但仍不能满足需要；同时，近年来神经科学的迅速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神经解剖
学》第2版问世了。
本书再版中除对第1版内容进行了改错、补遗和删减不必要的内容外，主要是、根据近年来神经科学
的新进展（参考资料收集至2008年）进行了内容的更新，其中更新插图54幅。
各章节的内容更新如下：    第一章神经解剖学的研究方法：原位杂交组织化学方法、神经影像术的应
用，胚胎神经干细胞培养，嗅鞘细胞培养等。
    第二章神经系统的发生与分化：脊椎动物脑进化的历史模式，变化中的大脑。
    第三章神经元：突触囊泡蛋白及其释放机制，神经毯的组构，神经元的信息转导系统，神经元活动
的基因调控及发育分化。
    第四章神经递质和调质：神经递质转运体，GABA受体亚型，甘氨酸神经元的分布、突触存在部位
和作用，VIP受体，神经类固醇的作用（与神经发育、精神、行为、记忆、凋亡和疾病的关系），递
质共存的种属特异性。
    第五章神经营养物质：NGF在血管发生和炎症发生中的作用，BDNF的神经生物学作用，CNTF对神
经元的营养作用，GDNF与神经元修复的关系等。
    第六章神经胶质：Ranvier结的分子结构和离子通道，水通道，胶质细胞与神经元间的信息交流，钙
波传递，NG2细胞，嗅鞘细胞、胶质细胞与疾病（戒毒、免疫应答、Alzheimer病、多发性硬化、HIV
、癫痫等）。
    第七章神经组织的变性、再生和移植：神经再生的分子机制，巨噬细胞在周围神经损伤和修复中的
作用，干细胞移植。
    第八章中枢神经系统：脊髓损伤的修复与人工反射弧，延髓迷走神经相关核团的组构，脑桥三叉神
经核的联系和功能，中脑上丘的细胞构筑和纤维联系，副视系统，眼球运动的调控，纹状体的神经递
质和精神分裂症，吸毒与成瘾。
    第九章周围神经系统：脊神经节细胞内SP与阿片受体的相互作用及其与镇痛的关系，切断轴突对脊
神经节细胞内细胞因子的影响，视神经、嗅神经的应用解剖，面神经核的组构，副神经和迷走神经的
成分，听神经与前庭神经的应用解剖，内脏感受器和颈内动脉丛，心内的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内
脏反射。
    第十章脑和脊髓的被膜及脑脊液：应用解剖，接触脑脊液神经元的临床意义。
    第十一章脑和脊髓的血液供应、回流及脑屏障：脑屏障的机制，应用解剖。
    第十二章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重新改写，尤其在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的临床意义方面有较多新
内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神经解剖学>>

作者简介

朱长庚，1937年生，湖北武汉人，1959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1981年获瑞士苏黎世大学医学院博士学
位。
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同济医科大学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解剖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神经解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及武汉市解剖学会理事长，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组织化学与细胞化等杂志》主编，解剖学教研室主任
。
长期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出版著作11部（主编5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
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乙等奖1项，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湖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中国高校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中华匿学科技奖二等奖1项。
被评为“湖北科技精英”、“武汉科技新秀”、“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专家”。
主要成就和贡献是：①关于轴一轴突触的研究为突触前抑制和脊髓水平的镇痛机制的研究提供了超微
结构基础②关于脊神经节细胞周围突躯体一内脏分支投射的定性追踪为牵涉性痛和体表一内脏相关学
说提供了新的形态学基础；③首次提出“脑．脑脊液神经一体液回路”的新理论，使传统的神经解剖
学关于脑脊液的概念得到充实和更新，并应用于临床实践；④首次提出“癫痫发病与神经一免疫一内
分泌网络调节失衡有关”的新学说，对癫痫发病机制和治疗策略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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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影像术    二十三、神经组织和细胞培养第二章 神经系统的发生与分化  第一节 种系发生    一、种系
发生的三个阶段    二、管状神经系的演变  第二节 个体发生    一、神经管的发生    二、脑和脊髓的发育 
  三、周围神经的发育    四、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异常    五、发育机制  第三节 中枢神经系统的可塑性
和老化    一、中枢神经系统的可塑性    二、中枢神经系统的老化第三章 神经元  第一节 神经元学说  第
二节 神经元的不同类型  第三节 神经元的结构    一、胞体    二、神经元膜    三、细胞骨架    四、树突    
五、轴突  第四节 突触    一、突触概述    二、化学突触的类型    三、突触的发育与可塑性  第五节 神经
细胞内的信息传递    一、受体的结构与功能    二、主要的跨膜信息转导系统    三、神经营养素受体的
信息转导    四、CNTF受体复合物及信息转导  第六节 神经元活动的基因表达调控    一、真核细胞基因
调控的主要环节     二、有关神经细胞发育和分化的几个基因调控问题第四章 神经递质和调质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乙酰胆碱  第三节 胺类递质    一、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    二、多巴胺    三、5-羟色胺    
四、组胺  第四节 氨基酸类递质    一、兴奋性氨基酸    二、抑制性氨基酸  第五节 肽类递质    一、概述  
⋯⋯第五章 神经营养物质第六章 神经胶质第七章 神经组织的变性、再生和移植第八章 中枢神经系统
第九章 周围神经系统第十章 脑和脊髓的被膜及脑脊液第十一章 脑和脊髓的血液供应、回流及及脑屏
障第十二章 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中文专业名词索引英文专业名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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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神经解剖学的研究方法回顾自然科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技术方法的创新对自然
科学的发展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一百多年来神经解剖学的进展也说明了这一点。
每当先进技术被引入神经解剖学的研究领域，人们对脑结构的认识也就随之深入一步。
虽然脑的奥秘至今尚未彻底揭开，但作为生命科学范畴的神经解剖学，随着方法学的不断创新，在内
容方面已突破了仅以研究脑结构、形态为中心的范围，以至在某些方面与神经科学的其他研究领域已
达到了彼此无法截然划分界限的程度。
本章仅介绍一些方法学的沿革以及常用的技术方法。
第一节 传统的研究方法一、大体研究方法脑质地柔软，结构复杂。
脑内核团和纤维束的结构复杂，两者之间既紧密相邻又互相交织，很难显示它们的完整结构。
因此，制作脑标本需要采用特殊的防腐固定技术和特殊的药液浸泡技术；操作人员还需熟悉脑的解剖
知识，掌握脑解剖的技术方法和技巧。
（一）脑和脊髓的移取与保存脑和脊髓的移取是神经解剖学的基本操作，也是制作脑和脊髓标本的前
提。
移取脑和脊髓，除用一般的解剖器械外，还必须备有开颅工具。
1.脑的移取（1）固定尸体脑的移取1）剥离颅顶部软组织：①矢状切口：自眉间向上经颅顶正中线延
续到枕外隆凸，纵行切开头皮和帽状腱膜直至骨膜。
用丁字型骨凿，沿矢状切口，在骨膜下向两侧钝性剥离颅顶部软组织和额肌的起点，将头皮向下翻到
两侧耳根上方为止。
②冠状切口：自两侧耳根上方，冠状切开头皮和骨膜，用丁字凿沿切口两侧钝性剥离颅顶软组织，将
皮瓣翻向前后。
③环状切口：自眉弓及枕外隆凸上1cm处（颅顶周长最大环形线）环形切开皮肤，钝性剥离并去除颅
顶部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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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解剖学》为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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